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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摄黄龙潭
拍摄地点：鹤庆黄龙潭 拍摄时间：11月 26日 作 者：张炳全

游 踪

大理的脉络
□ 田兴明

人们经常用“加油”二字来为
他人鼓干劲、争上游、夺取胜利。年
初，湖北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
重的时刻，全国人民都为他们“加
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武汉胜利了，湖北
胜利了，中国胜利了。这充分体现
了“加油”一词的强大魅力。

传说嘉庆年间，举人张瑛在贵
州 安 龙 为 官 时 ，十 分 重 视 文 化 教
育，每到午夜交更时分，就会派两
个 差 役 挑 着 油 篓 提 着 灯 笼 巡 城 。
看到哪家窗户亮着灯，就停下来高
喊一声“府台大人给相公加油喽！”
待读书人拿来油灯，差人便给添满
油，送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读
书用功、获取功名”。接着又向下
一 户 亮 着 灯 、有 读 书 声 的 人 家 走
去，直到天亮。三十余年，夜夜如
此，从不间断，使得当地人才辈出，
这就是“加油”一词的由来。

我的老家桐梓县安宁村，漫山
遍野、田间地头都生长着桐梓树，
每年二三月开花。小时候，父母常
教我唱童谣：“桃花开，李花落，桐
梓开花点包谷”。到了八九月份，
桐梓树结的果实成熟了，家家户户

都下地收捡桐籽，剥桐瓣送到榨油
坊加工。榨出的桐油经济价值很
高，用途十分广泛，最普遍的就是
当地村民晚上用来点灯照明。我
读 小 学 的 时 候 ，经 常 放 学 捡 散 桐
籽、桐瓣去卖，以积攒点学费，对桐
梓树的印象极为深刻。

千百年来，桐油点灯被贵州许
多地方广泛使用，张瑛为读书人加
的正是“桐油”。每当想起这个“加
油”的典故，我就会联想到父母生
前为子女加油鼓劲的往事。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期
间，红一方面军一部驻扎在桐梓松
坎一带。为了解情况，掌握敌情，
他们派出部分红军到我的老家酒
店垭一带走访群众。然而，受国民
党 反 动 宣 传 的 欺 骗 ，得 知 红 军 来
了，当地的群众都跑到附近的树林
和山洞里躲藏起来。当 3名红军战
士到我家乡安宁村时，全村只有我
母亲一人在家看屋。红军战士向
母亲说明来意，宣传“红军是共产
党领导的军队，打富济贫是为了穷
人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道
理。母亲很受感动，搬出一张长凳
请他们坐下，召唤上山躲藏的村民
们回到了村子。后来红军根据村
民提供的情况，将地主压榨穷人的

不义之财分还给了大家。
红军战士的到来是偶然的，但

他们宣传的革命道理，却深深地扎根
在了父母的心里，由此催生的红色基
因，融入了一对受尽旧社会压迫剥
削的农民夫妇的血脉，影响并改变着
我们整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

解放初期，我家分得了房屋和
田地，翻身做了主人，父亲当上了农
会主席，母亲也成了妇女干部。父
母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到土
地改革和建立互助组的革命热潮之
中。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个
非常明事理、懂感恩的有心人，她把
红军坐过的那条板凳当作宝贝收藏
起来，从小就为我们兄弟姐妹讲述

“红军坐凳”的故事，回忆当年红军
到我家时的情形，以物示人，教育我
们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并把这条
红军坐过的凳子捐献给遵义会议纪
念馆永久珍藏。每当我们遇到困难
或者思想懈怠的时候，就不断地用
红军精神来为我们加油鼓劲。

1958 年，刚满 16 岁的我正读
初中，县人武部征兵，我就在学校
报名应征入伍。临行前母亲嘱咐
我到了部队一定要好好的当兵，像
当年的红军那样，跟党走听党话，
保家卫国，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用之

人。父母的这些嘱托和教诲，使我
在 50 余年的军旅生涯中不断磨炼
自己，经受战斗的考验，成为一名
合格的军人。

我的大哥二哥，他们都曾当过
老家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为村民
做好事办实事，改变了家乡的落后
面貌，赢得了群众的良好口碑。我
的其他几个弟妹都分别担任过中
学校长、书记、县法院院长、市医院
科长、镇长等职。他们无论是在边
防部队、司法战线、地方行政，还是
在三尺讲台、医疗卫生、新闻宣传
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尽职尽
责，起到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成 为 家 乡 远 近 闻 名 的“ 党 员 八 兄
妹”，当地群众都称赞我们是“红色
家庭”“传统之家”。

这个关于加油的故事，鼓励我
们始终不忘党恩，牢记初心，坚定
共产主义信念，在各自平凡的岗位
上加油工作，不断前行，为祖国的
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如今，我们八兄妹中，最小的
弟弟都已 60有余，虽然我们已经退
出了工作岗位，但是我们要把家族
的红色基因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融进后辈的血脉里，永不褪色，使
之成为家族世代砥砺奋进的动力。

□ 钏国富

诺邓，一个遗藏在滇西大山深处的古朴小
山村，峩冠“千年白族古村”“历史文化名村”等
盛誉。诺邓自汉代开采盐井以来，已有 1100 多
年的历史。

诺邓，因盛产优质盐，一度商贾辏集，车
马骈阗，蜚声遐迩。诺邓现存有大量明清时
期 的 民 间 建 筑 和 古 庙 宇 ，结 构 精 美 、保 存 完
整，呈现出诺邓曾经辉煌的历史。走进诺邓，
呼吸到的是淡淡书卷的清香，吸吮到的是悠悠
历史的厚重。

沿着印有深深马蹄印的石板古盐道前行，
经历数百年风雨的古民居依山就势、逐级筑建，
一道道石墙透露着厚重的盐文化历史底蕴。驻
足百年老屋，每座院落都是一座艺术馆。每个
院落占地不一，地势各异、格局相近，都按“五滴
水四合院”“三坊一照壁”样式修建，构造密致、
古朴典雅。五滴水，层次分明，每一层都雕刻有
各种图案，神草灵花、瑞兽祥鸟，寓意深刻，把实
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

诺邓古村中央是题名坊。题名坊原为提举
司衙门，为明朝设立的盐课提举司，是专门征收
盐业税的机构，后诺邓黄氏改建为登载本家科
举功名的碑坊。题名坊庄重威严，为石料结构，
上书两名进士姓名。

题名坊直上不足百米，有一座牌枋，名为棂
星门枋。这是滇西最大最古老的木牌坊，高四丈，
深一丈，三间通行，牌坊顶部中间高，两边低，雕刻
彩绘五层龙首斗拱，逐层前伸，造型美观、雕刻精

致。底座用红砂石奠基，如意形状石雕合围抱
柱。牌坊正中书有“腾蛟”二字，背面有“起凤”二
字。坊间相传，当时修建棂星门枋，仿照昆明的
金马碧鸡枋兴建。另有俗传，当时诺邓富商巨贾
云集，不吝金银，欲与昆明比财富，掷金万两修此
牌坊。事实上，“腾蛟”“起凤”源于《滕王阁序》，
反映当时读书盛行之风，秀出班行。此牌坊的
寓意鼓励读书，反映当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的社会现象。

诺邓古村高处建有孔庙，庙中塑有布衣孔
子金身像，塑像双手前叠，盘膝安坐。在等级森
严的封建社会，对什么地方可以建孔庙，什么人
可以修孔庙有严格规定。诺邓建孔庙，且有塑
像，其一，设立提举司衙门，在官阶上达到相应条
件；其二，开化了科举之风，中了进士举人。建立
孔庙，就有祭孔活动，这项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在古代，建孔庙与办学校是一体的，建孔庙
的目的就是办学。诺邓最早的教育是家学和私
塾，中原人才进入诺邓后，保持了“书香世第”

“青箱传学”的良好家学，代代传承。私塾也极
为盛行。当时，在很多地方，闭塞落后，茹毛饮
血，言语不通，读书识字的人少。诺邓有进士及
第，高中举人，更为可喜的是文化普及率高，一
般人都敢舞笔弄墨。水井边洗衣的大妈、山坡
牧羊的村姑、山道背柴的村民、制盐挑夫都能吟
诗作对、歌咏诵文。

时至今日，诺邓古村依然保持着崇文重教，
礼贤尚德、厚爱敬老、睦邻友善、包容儒雅、坚韧
进取的良好风气，这种风气一如诺邓古村旁潺湲
的小溪，润物细无声，浸润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 程永嘉

虽是“小雪”后的早晨，我们依旧走进洱
海西，踏上洱海生态廊道，去体验周末的悠闲
时光。

洱海 生 态 廊 道 环 湖 而 建 ，其 一 期 项 目 ，
从小树林起，一直往北向才村码头延伸。廊
道 项 目 集 休 闲 、旅 游 、健 身 、观 光 、历 史 文 化
展 示 等 多 种 功 能 于 一 身 。 廊 道 在 洱 海 与 苍
山之间，向西，可欣赏苍山险峻秀美风光；向
东 ，平 视 蔚 蓝 的 洱 海 。 湛 蓝 的 天 空 ，暖 和 的
阳光，清新的空气，绿树荫荫，鸥鸟翔集。个
性 化 客 栈 ，有 的 用 书 画 点 缀 ，有 的 布 局 艺 术
考究，有的风格典雅温馨，每个客栈都展现出
各自的特色和元素，几无雷同，一入眼帘，就
能打动人心，让人驻足。此时此刻，真想带上
一本书，品一口茶，温煮大理的文化和悠闲的
时光，可以养心，也可以发呆……沿途，个性
化 广 场 与 湿 地 公 园 不 断 ，鲜 花 依 然 盛 开 ，到
处 生 机 盎 然 ，这 就 是 冬 天 的 大 理 ，养 生 休 闲
的天堂。

虽然是冬天的早晨，但大理洱海生态廊道
依然热闹非凡，有骑自行车的、有坐电瓶车的、
徒步的、晨跑的……男女老少，神采奕奕，尽情
放松，自由徜徉在廊道上。

走近大理，你将领略一番别样的世界。大
理好风光，世界共分享。大理人以开放包容的
理念继续推进新大理建设。大理，是一个充满
希望的地方，富有魅力、令人神往。大理，就是
我心目中的诗和远方！

□ 杨木华

如果你初秋时节到漾濞，本地
人大多会用一道名叫爬沙虫的美食
招待你。当主宾坐定，一盘不起眼
的黑色食品端上桌来，主人一定会
郑重其事地介绍：来来来，尝一尝本
地特产——爬沙虫。

爬沙虫是俗称，其中文名为具
角鱼蛉，身长一般为 6-9 厘米，墨绿
色 或 深 褐 色 ，其 头 小 、多 脚 、扁 平
嘴。爬沙虫是卵向成虫之间过渡的
幼虫，成虫长出翅膀能飞，在靠近河
岸边的石缝中产卵，在适宜的湿度
和温度条件下，卵被孵化成我们通
常说的爬沙虫。每年秋季，爬沙虫
的美食季也就到了。

爬沙虫富含蛋白质、多种氨基
酸、多种微量元素，中医认为其在治
疗小儿夜尿和老人尿频等方面有一
定作用。在漾濞，爬沙虫一直是当
地人追逐的美食。

油炸是爬沙虫最朴素最纯正的
吃法，可这个吃法需要勇气，不是每
个人都敢于尝试。

所有的制作，都要先对爬沙虫
初加工。烧一锅滚水，放入清洗干
净 的 爬 沙 虫 ，焯 水 两 分 钟 祛 除 腥
味。接着先去头，去头不用刀而用
手，一手捏住爬沙虫躯体，一手把爬
沙虫的头轻轻一拧接着缓缓向后
拖，一条两三厘米的肠肚就拉出一
半。然后去尾，也是用手一掐一拧，
尾巴连着后段肠体就拖出来了。这
样，初加工就完成了。

漾濞人都喜欢油炸爬沙虫，一
定要连外皮一起咀嚼，才感觉吃得

过瘾，一年的心也才能安定下来。
然而，很多人直接面对虫体却不一
定敢品尝，于是，有了爬沙虫另外
的做法。剥皮，当然是剥皮。怎么
剥？用暴沸的水烫三分钟，之后用
剪刀沿着肚皮挑开黑色外皮，然后
用手轻轻一剥，就可以把外皮完整
褪下，一条白白嫩嫩的可爱爬沙虫
就出现在眼前了。褪好皮的爬沙
虫，再浸粉油炸，一条条金黄的菜
品摆上桌子，一般人绝对猜不透那
是生猛丑陋的爬沙虫的华丽转身，
只有品尝之后才明白，哦，原来是
爬沙虫！

对于那些怕上火或者牙齿不得
劲 的 老 人 小 孩 ，爬 沙 虫 还 可 以 清
蒸。做法依旧是将爬沙虫先剥皮，
单用白嫩的虫身加姜蒜油盐，用大
火蒸十分钟即可出锅，一般人也认
不出这一盘香气四溢的菜肴主料来
源。清蒸油炸之外，爬沙虫还可以
加各种配料爆炒，虽然口味各异，但
无论怎么炒都是漾濞的味道……

爬沙虫作为一种珍稀的食用和
药用昆虫，每年十月起就上市，一直
到次年洪水到来之前，都是食用爬
沙虫的时节。爬沙虫不只漾濞江中
有，更不止漾濞人会吃，在长江中上
游，爬沙虫可以说都是餐桌上的美
味。可随着人们对爬沙虫的追捧，
其野外数量急剧减少，近年有些地
方开始尝试人工养殖，据说取得了
一定成效。

然而，在漾濞吃爬沙虫的与众
不同之处，那就是漾濞的味道，只有
在漾濞，才可以吃到漾濞味的爬沙
虫，若不信，你来吃一次试试！

前 行 的 动 力

刘彻把匈奴打得东奔西窜，
为了让匈奴无处可逃或者只能向
北逃，他决定派人去西域进行沟
通，让他们要么归顺大汉王朝，或
者至少与汉朝交好，同意不让匈
奴逃到他们那里去。于是他招募
了张骞，封他为“博望侯”，到中亚
一带去做大国外交。张骞从西域
返汉后，对刘彻说，他在大夏（今
天的阿富汗）见到了来自四川一
带出产的布帛和竹杖，据说是从
身毒国（印度）来的。也就是说，
在民间已经有了一条商道从蜀地
四川直接到印度。他建议汉武
帝：这条路虽然崇山峻岭、崎岖险
峻，但还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受军
事的变化而中断，最好由朝廷开
辟。于是，汉武帝就对西南励精
图治，设了益州郡，在益州郡下设
了叶榆、比苏、云南等县，标榜汉
王朝对这片区域的主权。当然，
他还真的派了县官去，县官的作
用也不是后来元代起实行行省制
后真正的管理地方，而仅仅就是
开导当地土著，实行汉文化的教
化，与地方权贵交结，让他们听从
汉王朝的统治。而地方土著和权
贵却有时听有时不听，所以这条
西南的丝绸之路，从来都没有成
为官家之路，而是民间之路。我
们到今天为止还比较自豪的马帮
文化，实际上就是这条一直属于
民间的路成了大理人对外文化和
贸易交流的主要通道。当然，大
家不要仅看到喜洲商帮带动起来

的那“四大家八中家十六小家”的
富 庶 ，那 句 名 言“ 汉 德 广 ，开 不
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
他人。”开辟这条路，很多人是受
尽了苦难的，而在这条路上行走
的商人，人人都是经受了无数的
艰难险阻的。一如南丝路和茶马
古道是官方倡导和支持开通的，
却一直为民间的所有的商道一
般，尽管远在汉代，云南和大理就
被中原王朝设置了宣示着主权的
郡县治所却一直没能被中原王朝
所统治一样，大理，一直都是游离
于王朝之外的，苍山洱海内外的
广大区域，地方强悍的头人们该
打仗的打仗，平头百姓该打鱼的
打鱼，山上的人该打猎的打猎，
坡地上的人种着地晒着太阳，日
子一天天地或平静或混乱地过
着。当然，东边的王朝有时候不
太 忙 的 时 刻 ，也 会 想 到 这 个 地
方，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已经
认定了这个地方，是中华大版图
的一个部分。于是，诸葛亮过来
七擒七纵了孟获，北魏郦道元写

《水经注》的时候，也能够很精确
地写下我们凤羽鸟吊山的方位。
及至隋唐时代，中原王朝的文武
大臣们也知道，和吐蕃打仗的时
候，可以把我们作为一个过渡地
带，甚至作为一个屏障，他们双方
都可以进可攻退可守，留下大理
和丽江在夹缝里自生自灭，自求
多福，自求观音保佑。

（未完待续）

美 食 地 理

爬 沙 虫

11月 22日，巍山县庙街镇云鹤村委会莲花塘库塘湿地秋色正浓，上
百只候鸟在此越冬，美不胜收。

［特约记者 张树禄 摄］

大 理 美

洱海边的廊道 腾蛟起凤话诺邓


